
■李黎

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关于一个勇敢的女孩怎么 “降伏 ”

两个不懂事的妈妈：

有一年， 爸爸给我买了一套世

界十大系列的丛书， 其中有一本关

于 “世界十大奇异事件”， 我还没看

几页， 只看到神农架野人之谜。

有天， 妈妈朋友带了孩子来我

家， 我拿出这套丛书说： “这本我

还没看完， 我们一起看吧。”

看了没几页 ， 他们要走了 。

她就拿着这本书出去了 ， 问我妈

妈 ， “阿姨 ， 我可以把这本书带

回去看吗 ？”

当时， 我还没来得及说 “为什

么不问我 ， 而要问我妈 ”， 我妈就

说 ， “可以可以 ， 送给你了 ”。 她

妈妈说， “这孩子， 真是的， 赶紧

谢谢阿姨 。” 然后 ， 他们愉快地回

家了。

我妈关上门， 看到我哭了， 特

别不以为然： “你哭什么， 你有那

么多本， 给她一本怎么了？” 当时我

特别气愤， 转身去了阳台， 把我妈

最爱的那盆花扔下楼。 我妈愣住了，

我哭着说： “你不是还有那么多盆，

扔一盆怎么了？”

结果， 那天我挨揍了。

大约是他们拿走书的第三四天，

放学后我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拿着

一本新本子， 去了那个阿姨家。

我抄书去了。

在阿姨家， 我表现出极大的淡

定 ， 阿姨尴尬的表情我至今记得 ，

反复说要把书还给我。 但我依旧镇

定地坐在那抄书，“已经送给妹妹了，

我不要； 但没看完的部分， 我想抄

回去看。”

阿姨给我妈打电话时， 我妈已

经找我找疯了， 她跑到阿姨家要带

我回去， 两个大人的表情都很尴尬。

当然， 回家的路上我又挨揍了。

但是， 以后这样的事再没发生

过。 有人想要我的东西， 不论我是

否在家， 我妈都会说， “这是璐璐

的， 我做不了主， 你要问她。”

你看， 多简单！

这个小姑娘之所以打动我， 是

因为有些惭愧， 我在小时候没有她

这么勇敢， 而当了妈妈之后也曾如

她妈妈一样在该 “熊” 的时候 “怂”

过。 所以， 我特想要为这个姑娘拍

手叫好： 虽然她勇敢得有些 “轴”，

在妈妈眼里也是让人头疼的 “熊孩

子”， 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

“怂妈” 正视女儿的感受， 也给这样

的家长好好上了一课。

我们常会形容一些在家霸道 、

出门胆小的孩子是 “窝里横”， 殊不

知很多家长也是这样。 故事中的妈

妈不询问孩子的意见就随便把孩子

的东西送人， 我想很多家长都做过

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 父母和孩子是需要边

界的， 这个边界可以帮助孩子成长

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边界感清晰的

孩子不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太在

意别人的评价和要求 。 他们明白 ：

我是个独立的人， 我应该为自己负

责 。 他们不会因他人的错误感到

自责 ， 也不会随意将错误归咎于

别人 。

如果父母没有边界感， 经常将

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那么孩子

就容易因为要认同父母， 而把问题

和不好的情绪归咎为自己的错误 。

这样孩子就失去了察觉自己情绪的

能力， 愤怒的时候不敢愤怒， 伤心

的时候又不能伤心。 成人之后， 和

伴侣、 朋友、 同事等的交往中， 也

很容易受到别人评价和情绪的影响，

难以坚持自我。

同时， 亲子之间的边界可以给

孩子良好的人际示范， 帮助他们在

成年之后建立适度的人际关系， 更

好适应社会环境。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没有边界的人。 比如， 特别喜欢在

公众场合议论别人隐私的邻居甲 ，

经常在别人聊天时插嘴的同事乙 ，

老是劝你赶快结婚、 赶快生娃、 生

二胎的亲戚丙……他们中大多数都

有边界不清的父母或原生家庭， 从

小习惯了以爱为名的包办， 失去了

学会保护自己边界、 也尊重别人边

界的机会。

我很佩服故事中小女孩对抗自

己 “怂妈” 的勇气， 可以想象她长

大之后一定是个独立自信、 有魄力

的姑娘。 在最后她写道：“你看， 多

简单！”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边界并不是

国与国的边界， 泾渭分明不可逾越；

我觉得它更像是连接两个房间的一

扇门 ， 既时时互通 ， 又可进可退 。

正因为有了这扇门， 我们才能相亲

相爱又互敬互爱地生活在一起。

（作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健康教育科医生）

■蔡秉良

“灵蛇绕神杖” 是国际公认的医学标志， 被称为 “蛇徽”。

在古希腊神话中， 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手持神杖， 云游四方，

为人类解除病痛， 他的神杖上有一条灵蛇缠绕而上。 据说， 神

杖代表为人治病的医者， 灵蛇则是健康长寿的象征， 这是 “灵

蛇绕神杖” 蛇徽的来历。 上海市卫生系统奖励青年人才的最高

奖项也以 “银蛇” 命名。 作为 “银蛇奖” 30 年历程的全程见

证者， 至今我仍时常回想起 “银蛇奖” 诞生时的难忘情景。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出国潮风起云涌。 随着国门打开， 全

球各大医药公司陆续进驻上海， 纷纷从各大医院 “挖角”。 一

时间， 上海卫生系统可谓内外夹击， 腹背受敌： 一方面有才华

的青年医生和优秀医学院毕业生大量出国深造； 另一方面， 相

当数量的在职医务人员砸了 “铁饭碗”， 投奔外资企业。 这一

时期的上海卫生系统经历了医务人才、 尤其是青年人才严重外

流和匮乏的极大困难， 各大医院人才梯队青黄不接。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末， 一批心系祖国、 学有所成的优秀

青年陆续归国， 但他们与那些不为外界诱惑所动、 兢兢业业立

足本职岗位的年轻医生一样， 遇到不少思想困惑。 比如在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还未全面展开的大背景下， 卫生系统内部存在着

论资排辈现象， 青年医务工作者普遍有 “大树压小树， 阳光照

不到” 的压抑感。 上海卫生管理部门也强烈意识到， 没有青年

就没有未来， 只有提振青年医务工作者的精气神， 上海医务界

才有跨世纪发展的基石。

我当时在上海市卫生局兼任团委书记。 1988 年初春的一

天， 我与团委一班人又一次思考讨论： 如何担负起历史重任，

让更多青年医务人才脱颖而出？ 大家觉得， 必须找到一种具体

的激励机制来凝聚整个卫生系统的年轻人。 “优秀团员” “学

雷锋标兵” 以及 “新长征突击手” 这些荣誉称号， 对医疗卫生

行业的青年人才来说还不够贴切。 只有激励医务青年热爱事

业、 钻研业务、 走岗位成才之路， 并为明日的学界泰斗搭就广

阔舞台， 才能获得医务青年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认同感。 想到

“灵蛇绕神杖”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医学标志， 大家兴奋了， 我

们的 “银蛇奖” 就此应运而生。

1988 年 5 月 4 日， 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奖励基金会

成立， 上海市卫生局团委从自筹资金中拨出九万元作为奖励基

金。 1989 年初，“银蛇奖” 被确定为基金会奖励的名称。 它的

评选范围为上海卫生系统在医、 教、 研、 防、 医技、 后勤、

管理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青年医务工作

者； 同时， 设立若干 “特别荣誉奖”， 奖励一等奖获得者的导

师， 以表彰授业解惑、 弘扬学术， 在实践中传授医德医风的老

专家、 老教授。 从第四届 “银蛇奖” 开始， 市卫生局同时授予

获奖者 “上海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称号、 行政记大功一

次； 共青团上海市委授予 35 岁以下的获奖者 “上海市新长征

突击手” 称号； 更有不少获奖者破格晋升， 在科研项目上得到

有力支持。

可以说， “银蛇奖” 在诞生之初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已超越

奖项本身， 它成为不少沪上名医起步的台阶 ， 形成了特有

的 “银蛇 ” 效应 ， 被誉为医务青年成长的 “孵化机 ” 和

“助推器 ”。

30 个春秋，“银蛇奖” 已举办了十六届， 共评选出 248 位

获奖者、 271 位提名奖获得者， 23 位一等奖获得者导师获 “特

别荣誉奖”。 如今， 他们中有的成为两院院士、 首席科学家；

有的是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成为当今国内和上海

重量级的名医大家； 有的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成为行业的领

军人物， 逐步成长为医疗卫生队伍中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 这

些获奖者在成为人们熟悉和称颂的名医大家后， 仍然自觉担当

责任， 热情为民众服务。 作为 “银蛇奖” 主办方的青基会， 也

主动牵线搭桥， 多次组织获奖者远赴外省市贫困县开展大型义

诊， 足迹踏遍我国西部地区， 为缺医少药的老少边穷地区送去

优质医疗服务， 为守护人民健康、 推进医学事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日前， 由我与王淑琼、 沈惠民两位一起主编出版的 《从银

蛇奖到沪上名医》 一书，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 “院

士风范” “大师风采” “精英风华” 三大部分， 展示了部分获

奖者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

这既是 “不忘初心” 的一种回眸， 更是 “方得始终” 的一

种再出发。

（作者为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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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蛇”初心

银蛇奖， 上海卫生系统青年人才最高荣誉奖，

自 1989 年至今， 正好 30 年。 所谓 “三十而立”，

“银蛇奖” 一路见证着上海卫生系统的改革脚步和
奋斗历程。 从 “银蛇奖” 走出的青年人才， 如今有
的已是两院院士、 首席科学家、 医学重点学科带头
人， 有的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银蛇奖” 为培
养上海医学人才、 发展医学事业、 守护人民身体健
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这一奖项也是 《文汇报》 与上海卫生系
统合作的一段佳话。 30 年前， 《文汇报》 作为唯
一媒体发起方参与该奖项评选， 30 年来 《文汇报》

始终积极参与， 支持这项有意义的评选活动。

这篇小文， 回忆往昔， 提醒后人不忘初心。

编者按

■王佑华

胸闷多指胸部闷胀或呼吸不畅 ，

轻则胸闷憋气， 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

重则难受不适， 自觉如有重物压住胸

部， 甚则呼吸困难， 不能平卧。

胸闷是一种主观感受 ， 出现胸闷

可能是体内器官的功能性表现， 也可

能是疾病发病前兆或临床表现， 青中

老年各年龄段都可发生。 通常情况下，

胸闷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功能性胸闷

功能性胸闷是指没有器质性病变

的胸闷，是指受周围环境和个人精神状

态影响，自觉胸闷不适。例如工作、居

住环境长期密闭， 或者抑郁状态、情

绪不稳发生争吵，都可能会导致胸

闷。此外，神经官能症如神经衰弱，

亦可导致功能性胸闷。

此类胸闷较轻者有时自我调

适即可， 重者需到医院接受诊治 。 功

能性胸闷可归属于中医 “郁病” 范畴，

病机主要为肝失疏泄， 脾失健运 ， 心

失所养及脏腑阴阳气血失调， 中医基

本治疗原则是理气开郁 ， 条畅气机 ，

怡情易性。

病理性胸闷

病理性胸闷指的是器质性病变所致

的胸闷， 即由体内某器官病变引起。 心

血管、 呼吸、 消化系统疾病等均可引起

胸闷。 例如冠心病、 心力衰竭、 风心

病、 先心病等心血管病均可引起胸闷，

但此类胸闷既往多有基础疾病史， 且伴

有胸痛、 心悸、 气短， 严重者或中后期

多伴有呼吸困难、 不能平卧等。

此外， 肺部感染、 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等也是胸闷出现的原因。 一些外

伤、 胃食管病以及颈、 胸部的肿瘤亦

可导致胸闷。

病理性胸闷需要从源头查找病因，

以便治病求本。 中医认为病理性胸闷

可归属于 “胸痹” 范畴， 是胸痹发生

的一个症状。

胸痹的主要表现为胸闷胸痛 ， 胸

闷为胸痹轻症， 胸痛为胸痹重症 ， 也

即闷为痛之初， 痛为闷之渐。

胸痹的发生多跟寒邪内侵 、 饮食

不当、 情志失畅、 年老体虚等因素有

关， 其病机有虚实两方面： 实为寒凝、

气滞、 血瘀、 痰阻， 痹遏胸阳 ， 阻滞

心脉； 虚为心脾肝肾亏虚， 心脉失养，

可予中医药辨证论治， 中医、 中西医

结合调治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经常发作胸闷 ， 应及时到医

院进行针对性检查来寻找胸闷发生原

因 ， 明确性质是功能性还是病理性 ，

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达到缓解胸

闷的目的。 如果反复发作胸闷甚则胸

痛， 每次持续时间长 （多达 30 分钟），

要当心是否为急性心肌梗死等严重疾

病， 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以免延误

病情。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

“网红”中药有多神？

胸闷憋气
医生教你辨别大病前兆

制图： 王梓含

不是每个“熊孩子”

都该挨揍

■石浩强

我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 ， 略带神

秘色彩的传统医药常在疾病治疗中起

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如今， 因为一些

网络红人的推荐， 一批中药成为 “网

红”， 受到众人追捧。 被列入国家一级

保密处方的 “安宫牛黄丸” 算是其中

典型， 它以救人于即倒而赫赫有名。

那么 ， 安宫牛黄丸到底是常用

药， 还是急救药？ 另外， 还有人说它

是心梗的回魂药， 秋冬季来临， 很多

心脑血管疾病又将进入高发季， 要不

要给家中老人备点 “神药 ” ？ 今天 ，

就来聊聊这个 “九花玉露丸” 般的灵

丹妙药。

“江湖地位”

安宫牛黄丸具有清热解毒 、 镇惊

开窍的作用， 在中医治疗高热的药物

中享有极高的 “江湖地位 ”， 与紫雪

丹、 至宝丹并称为 “温病三宝”。

其实上述三者选用也颇有讲究 ：

安宫牛黄丸适用于那些高烧不止、 神

志昏迷、“稀里糊涂” 的患者； 紫雪丹

适用于伴热惊厥、 手脚抽搐、 经常发

出 “乒乒乓乓” 声响的高热、 烦躁甚

至昏迷的患者； 至宝丹因为药方采用

了许多芳香开窍的药材， 因此对于昏

迷深重伴发热痰盛， 且表现得不声不

响的患者更为适用。

综合以上特点 ， 中医界流传着

“乒乒乓乓紫雪丹， 不声不响至宝丹，

稀里糊涂牛黄丸” 之说， 可见此三宝

中仍以安宫牛黄丸为上品。

“前世今生”

安宫牛黄丸的“前世今生”也颇有说

头。它源于清朝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此

方组成精当，作为热入心包、神昏窍闭危

症的抢救药品，具有明显的开窍醒神、降

温止惊的作用。 方出后成为定式， 为后

世医家所重视， 广为医者所传。

目前， 安宫牛黄丸已由传统的内

科危重症扩展、 渗透到临床各科疾病，

其中既有危急重症， 又有疑难杂症及

一般病症。 现代临床应用报道较多且

有疗效的大致有几种疾病：

中风
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均

属于中医 “中风” 范畴， 治疗以积极

抢救为先 。 取安宫牛黄丸清心泻火 、

解毒豁痰、 平肝熄风、 醒脑开窍之功。

流行性乙型脑炎
患者多为 10 岁以下儿童 ， 起病

急、 病情凶险、 病死率高， 且易留有

神经系统后遗症。 取安宫牛黄丸镇静

安神、 清营凉血、 解毒之效， 缓解患

者烦躁不安及恐惧症状。

现代药学研究显示 ， 安宫牛黄丸

对内毒素性脑损害细胞有一定保护作

用， 能刺激和促进细胞免疫功能 ， 加

大清除病毒感染的能力。

肺性脑病、 肝性脑病
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 ， 配伍安宫

牛黄丸， 临床报道对于该类疾病可取

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重型脑损伤所致神昏、 高热
临床有报道认为， 安宫牛黄丸对

中枢性发热不仅起到降温解热、 镇静

安神之效， 其开窍醒神的功效也促进

了患者的神志清醒及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的恢复。

部分儿科疾患
有报道， 使用安宫牛黄丸可以很

好地治疗儿科常见证， 如痰、 热、 惊、

厥疾患的治疗。

配伍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
有报道， 在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

时， 在采用催吐、 洗胃、 阿托品及氯

解磷定等常规治疗的同时， 可配伍应

用安宫牛黄丸。

“用药秘笈”

患者最需要了解的是， 安宫牛黄丸

的组方整体偏性为凉性，属于“凉开”的

药物。 因此，对于寒症患者或大汗淋漓、

四肢厥冷的患者，禁止使用。

此药一般是急症治疗药物 ， 不可

作为预防用药使用 。 否则过犹不及 ，

不但于患者毫无益处， 反而可能会造

成脑神经损伤 、 心脑血管疾病加重 ，

甚至会诱发脑中风。 治疗用药时也要

把握疗程， 中病即止。

成人 1 日 1 次 ， 一次 1 丸 ； 小儿

3 岁内一次 1/4 丸 ， 4 至 6 岁 1/2 丸 。

一般来说， 饭后半小时至两小时内服

用吸收最好。 服用前应除去蜡皮 、 塑

料球壳及玻璃纸 ， 温开水化开送服 ，

不可整丸吞服, 服用胶囊剂谨遵医嘱。

对于高热神昏、 中风昏迷等口服困难

者 ， 当鼻饲给药 。 如出现肢寒畏冷 、

面色苍白 、 冷汗不止 、 脉微欲绝者 ，

应考虑停药 。 中风后的 3.5 小时内为

黄金服药时间， 此时间段服用可有效

保护大脑， 减少后遗症的危害。

方中含有朱砂 、 雄黄 ， 因有硫化

汞和硫化砷等毒性成分， 故不宜长期

服用。 又因含有麝香， 孕妇慎用 ， 否

则有堕胎可能。 运动员禁用。

安宫牛黄丸成分中的雄黄遇到亚

硝酸盐或亚铁盐 （硫酸亚铁 、 葡萄糖

酸亚铁、 富马酸亚铁） 后可生成硫化

砷酸盐， 从而降低安宫牛黄丸的疗效

且可增强其毒性。 因此， 临床上不能

以之与亚硝酸盐 、 亚铁盐 、 硝酸盐 、

硫酸盐类药物同服。

方中有犀角成分 ， 按照中医十九

畏中 “川乌草乌不顺犀” 的原则 ， 服

药期间应忌用含有川乌或草乌的药物。

同时忌食辛辣厚味的食物， 以免病期

助火生痰。

毋庸置疑， 安宫牛黄丸是治疗温

病热入心包之神昏重症的良药 ， 当然

良马尚需伯乐， 何况药物。 该药只有

合理、 安全应用， 才能发挥最大疗效，

起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辨证施治， 谨慎用法 、 用量 ， 把

握疗程， 中病即止， 是重中之重 。 另

外， 安宫牛黄丸并非普通速效救生丸，

即使重症危及患者也不可随意服用 ，

以免乱用、 滥用反而加重病情。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